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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某妇幼保健院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

黄　铄，蒋　宏，黄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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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某妇幼保健院医院感染现状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为更好地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提供依

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以及查阅电子病历与床旁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该院住院患者进行医

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别为３．２９％、５．２０％、３．９７％、３．９３％、３．７３％。医院

感染现患率居首位的科室为儿科（９．０９％～１２．９６％），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居首位（５０．００％～６９．５６％）。住院患

者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为５０．１９％、４１．４０％、２３．４０％、２５．４７％、２３．９２％，逐年下降（χ
２＝１３３．４０，犘＜０．００１）；预防

用药率高达５７．３８％～７５．４７％；单一用药率均＞９５％。结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该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总体

呈下降趋势，但预防用药比例高，医院应加强抗菌药物使用的管理。

［关　键　词］　医院感染；现患率；感染部位；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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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医院

感染监测方法之一。为了解本院医院感染的实际情

况，更好地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本院每年进

行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现将本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医

院感染现患率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每年分别抽取某日

０∶００—２４∶００所有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包括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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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转院、死亡患者，不包括当日入院患者。

１．２　方法　按照全国医院感染监测网的要求，采用

查阅电子病历和床旁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采集临床

信息并填写调查表。由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整个调

查工作的实施，按每５０张床位配备１名调查人员。

调查人员由医院感染控制专职人员和各病区主治及

以上医师组成，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前１周在全

院发布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通知，要求临床科室完善

在院患者的医院感染各项相关检查。质量控制：由医

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成立质量控制小组，随机抽查

１０％的病例进行复查，要求调查准确率＞９０％，不符

合要求的科室重新调查。

１．３　诊断标准　根据原卫生部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医

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对医院感染病例进行诊断。

１．４　统计方法　将病例资料录入全国医院感染监

测网网上办公系统（ｈｔｔｐ／／ｏｏ．ｙｙｇｒ．ｃｎ），并进行在

线统计，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实查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实查率分别为９９．２３％

（５１６／５２０）、９９．３３％（４４２／４４５）、９９．５６％（４５３／４５５）、

１００％（４８３／４８３）和１００％（５１０／５１０）。按实查率应

≥９６％的要求
［１］，５年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均有效。

２．２　医院感染现患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现

患率 分 别 为 ３．２９％、５．２０％、３．９７％、３．９３％ 和

３．７３％，例次现患率分别为３．８８％、５．２０％、４．６４％、

３．９３％和４．３１％，５年现患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
２＝２．４４６，犘＝０．６５４）。见表１。

２．３　各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　５年医院感染现患率

均以儿科最高（９．０９％～１２．９６％），其次为妇科（３．６４％

～５．５２％）和产科（０．９９％～２．６２％）。见表２。

２．４　医院感染部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部位均

以上呼吸道居首位，占５０．００％～６９．５７％，详见表３。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现患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ＡＩｉ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份 调查例数 感染例数 现患率（％） 感染例次数 例次现患率（％）

２０１０ ５１６ １７ ３．２９ ２０ ３．８８

２０１１ ４４２ ２３ ５．２０ ２３ ５．２０

２０１２ ４５３ １８ ３．９７ ２１ ４．６４

２０１３ ４８３ １９ ３．９３ １９ ３．９３

２０１４ ５１０ １９ ３．７３ ２２ ４．３１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不同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

犜犪犫犾犲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ＡＩ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科室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儿科 ９．０９（６／６６） １１．７６（８／６８） １２．９６（７／５４） ９．２１（７／７６） １１．５９（８／６９）

妇科 ５．２０（９／１７３） ５．３０（７／１３２） ３．８２（５／１３１） ５．５２（８／１４５） ３．６４（６／１６５）

产科 ０．９９（２／２０２） ４．４４（８／１８０） ２．６２（５／１９１） １．５４（３／１９５） ２．０１（４／１９９）

内科 ０．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３３） １．８５（１／５４） ０．００（０／３０） １．９２（１／５２）

外科 ０．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２３） ２．７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２５）

合计 ３．２９（１７／５１６） ５．２０（２３／４４２） ３．９７（１８／４５３） ３．９３（１９／４８３） ３．７３（１９／５１０）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医院感染部位分布（例次，％）

犜犪犫犾犲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Ｉｓｉｔｅｓｉ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感染部位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上呼吸道 １０（５０．００） １６（６９．５６） １４（６６．６７） ８（４２．１１） １３（５９．０９）

下呼吸道 ４（２０．００） ２（８．７０） ２（９．５２） ４（２１．０５） ６（２７．２７）

手术部位 ３（１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９．０５） ２（１０．５３） ０（０．００）

泌尿道 ０（０．００） ２（８．７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２６） ０（０．００）

胃肠道 １（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７６） ２（１０．５３） ２（９．０９）

皮肤黏膜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２６） １（４．５５）

血液 ２（１０．００） ３（１３．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５．２６） 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００） ２１（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００．００） ２２（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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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住院患者抗

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为５０．１９％、４１．４０％、２３．４０％、

２５．４７％和２３．９２％，５年抗菌药物使用率逐年下降

（χ
２＝１３３．４０，犘＜０．００１）；预防用药分别占６４．８６％、

６９．９４％、７５．４７％、６２．６０％、５７．３８％，单一用药率均

＞９５％。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例，％）

犜犪犫犾犲４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ｕｓｅｉ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用药情况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用药目的

　预防 １６８（６４．８６） １２８（６９．９４） ８０（７５．４７） ７７（６２．６０） ７０（５７．３８）

　治疗 ６０（２３．１７） ５１（２７．８７） ２３（２１．７０） ４６（３７．４０） ３７（３０．３３）

　预防＋治疗 ３１（１１．９７） 　４（２．１９） 　３（２．８３） 　０（０．００） １５（１２．３０）

联合用药

　单一 ２５１（９６．１９） １８０（９８．３６） １０５（９９．０６） １２３（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９６．７２）

　二联 　８（３．０９） 　３（１．６４） 　１（０．９４） 　０（０．００） 　４（３．２８）

３　讨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本院医院感染现患率分别为

３．２９％、５．２０％、３．９７％、３．９３％和３．７３％，均符合

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医院感染现患率≤１０％的标

准，与相关文献［２－３］报道基本相符。

各科室医院感染现患率差异较大，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均以儿科居首位，原因可能为儿童机体免疫系统

不健全，且儿科病房拥挤，不同病种不同病情的患儿

混居一室，陪人多，易造成交叉感染。以上提示儿科

是目标性监测的重点科室，是感染控制的重点，必须

采用有效措施降低儿科医院感染的发生，如改善病

房条件，控制陪人数量，增强无菌意识，实施必要的

隔离，加强病区管理等。医院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

为主，与国内综合医院报道［４］有所差异，但与妇幼专

科医院报道［５］相符。分析原因为本院医院感染科室

分布以儿科居首位，而相关文献［６－７］报道儿童专科

医院医院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最多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本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为

５０．１９％、４１．４０％、２３．４０％、２５．４７％、２３．９２％，呈逐

年下降趋势；但预防用药比例一直居首位（５７．３８％

～７５．４７％），高于综合医院以及妇幼专科医院报

道［８－９］。抗菌药物使用以单一用药为主（９６．１９％～

１００％），连续５年调查均无三联及以上用药。医院

感染管理科重点加强了抗菌药物的管理，督促临床

医生针对性用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逐渐控制，但仍

存在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现象。

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有助于了解医院感染及抗

菌药物使用情况。医院应加强对高危科室的监控和

抗菌药物的管理，进一步督促临床合理使用抗菌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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